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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以下内容：    一 社会文献资源是一个整体系统，图书情报部门的藏书是社会文献资源体系的
基本组成部分，藏书建设实质上就是文献资源建设。
    二 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和分工协调，是当代图书情报事业发燕尾服的必然趋势之一。
    三 馆藏文献的剔除在原教材中曾列有一节，但对藏书剔除理论的发展、藏书剔除的标准、方法，贮
存图书馆系统等重要问题未能涉及或阐述不够。
    四 对馆藏文献进行评价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是近年来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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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文献的选择与收集　　根据已经确定的文献资源体系基本模式。
通过各种途径，选择与收集文献，建立并充实馆藏，是文献资源建设的基础工作。
选择文献，包括人藏前新书的初选和人藏后藏书复选剔除。
初选是在人藏前的馆外文献源中进行的。
既要遵循一定的原则标准，又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
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所以初选中的失误是难以避免的。
复选是在人藏后的馆藏文献中进行的，通过复选剔除失效的藏书，它是对初选结果的充实、发展和修
正。
收集文献，是按照一定的程序和技术规则采购出版物，采用各种方式，保证收集那些已经选定的出版
物。
文献的选择与收集，是藏书发展的基础，是文献资源体系的生命力之所在。
　　3．藏书组织管理　　藏书组织，是对人藏文献进行一系列加工、布局、排列、清点和保护的过
程与措施的总和。
正确地组织藏书的作用，在于长期完整地保存藏书，充分有效地提供利用藏书，有区分地满足读者的
各种需要，保持藏书处于最佳流动状态。
保存性强的藏书部分，要保持其完整性、稳定性和可检性；流动性的藏书部分，要保持其实用性、现
实性和针对性。
不断人藏新书，不断滞剔滞书，不断借出，又不断归还，经常进行藏书的调配、调整和重新排列组合
，使藏书流的有序运动，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
　　藏书管理存在于藏书建设过程之中，它通过藏书利用中的效果、统计、评价等信息反馈，控制藏
书：调节藏书，影响藏书选择、收集与组织，使藏书过程处于最佳状态，保证藏书体系与图书馆任务
与读者需求相符合。
　　4．文献资源建设基本理论与方法的研究　　文献资源建设是一项实践性较强的活动，它离不开
理论的指导。
因此，对文献资源建设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的研究，是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
其主要内容包括：对现代文献的特征、规律、类型及出版发行动态的研究、藏书资源形成与发展规律
的研究，文献资源建设总体目标的研究，文献的选择与评价理论的研究，馆藏文献的组织与管理理论
的研究以及有关文献资源建设新观点、新技术、新方法的研究等。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文献资源建设的基本内容。
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忽视或削弱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会影响文
献资源建设。
　　三、文献资源建设的意义　　首先，建设和优化国家文献资源，是我国四个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
要。
　　文献资源是国家和社会宝贵的智力资源，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重要条件。
随着世界性的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一个新的信息时代正在到来。
在信息社会里，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尤其是经济实力的竞争。
而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科学技术水平。
这种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该国的信息知识资源状况。
谁拥有的文献资源丰富，谁就可以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取得领先地位。
因此，开发和利用文献信息资源。
已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重要国策。
而开发利用文献资源，首先就必须进行文献资源建设。
　　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文献资源建设是比较落后的。
首先是文献资源贫乏。
从公共图书馆人均拥有藏书册数来看，到1988年底，我国公共图书馆藏书为28 000万册，人均约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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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6年《统计年鉴》的资料，美国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册数为1．81册，前
苏联为5．14册，波兰为2．07册，加拿大为1．37册，瑞典为3．72册．丹麦为6．46册。
从大学图书馆情况来看，美国现有近3000所大学，藏书总量为8．3亿册，前苏联900所大学，藏书总量
为4．8亿册。
我国现有高校图书馆1054所，藏书总量为3．45亿册。
我国每年引进的文献量与世界文献资料的生产量之间的差距也很大。
世界每年出版图书约80万种，我国只引进约10万种，约占1／8；全世界出版的现期期刊约15万种，我
国只引进2．6万种，约占1／6；全世界每年出版文献资料约400万件，我国只引进60万件左右，约占1
／7。
由此可见，我国的文献资源是贫乏的。
其次，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宏观失控，没有整体规划，缺乏统筹管理，协作协调，造成文献入藏既有大
量重复，又有重大遗漏。
文献入藏重复，并未增加情报量，却造成了人力、财力和空问的严重浪费。
文献资料使用率低，经济效益差。
文献人藏的遗漏，使一些应该掌握的知识情报不能及时掌握。
有人估计，从国外磁带或联机检索查到的资料线索，在国内有40～50％找不到原文。
有人作过抽样调查，根据国际“高等教育百科全书”指出的核心书刊，查3个自然学科和五个社科学
科，查全率最高为60％，最低不足20％。
这说明文献的遗漏是很严重的。
文献资源建设的落后状况，给国家四化建设带来的影响和损失可能是无形的，但却是巨大的。
所以，在宏观范围内建设和优化我国的文献资源，确实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
其次，建设和优化文献资源，是图书馆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是搞好读者服务工作的保证。
　　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主要资源。
图书馆要完成其所担负的各种职能，主要靠所收集的文献。
所以，文献资源建设是图书馆最重要的基础工作。
　　图书馆的业务工作，按其性质可分两大部分。
一是文献资源建设工作，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藏书工作，包括文献的选择、收集、加工、组织等环节。
二是读者工作，包括流通阅览、宣传辅导、参考咨询、情报服务等内容。
如果说，读者工作是传递知识情报的前沿工作的话，那么，文献资源建设工作则是基础和后盾。
它通过收集、积累和准备文献资料，为读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文献服务·图书馆没有完整、系统、符合
其服务任务和读者需求的文献收藏，读者工作就　　彀有必要的物质保证。
　　现代图书馆要以读者工作为中心，但这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文献资源建设。
相反，我国图书馆读者服务工作的低水平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献资源建设这一基础工作做得
不好。
如对文献的选择和收集缺乏针对性，加工整序缺乏科学性，组织管理缺乏合理性．都严重地影响了读
者服务工作的质量。
因此，要做好读者服务工作，首先就必须搞好文献资源建设。
面对当今数量庞大、类型复杂的文献群，图书馆如何经过科学的规划、选择、收集、整序、组织、管
理，建立高效优化的文献资源体系。
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知识情报需求，是文献资源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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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文献资源建设》是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文科教材选编计划(1985-1990年)”所列教材之
一，可供高等学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专业本科学生和广大图书情报工作者使用。
　　本书是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教材《藏书建设与读者工作》中《藏书建设》部分的基
础上修订、扩充而成的。
本教材取名为《文献资源建设》，主要是因为近些年来，我国文献资源建设无论从深度还是从广度来
看，都有了较大的发展，若继续沿用“藏书建设”名称，则难以涵盖我国文献资源建设实践和理论研
究的内容。
在修订、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力图广泛吸取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最新成果，并认真考虑了有关专家同
行对原教材的评价和修改意见，对原教材的体系大体不予变动，而着重在对各章节内容的充实，有的
章节则重点扩充或增写。
同时也删减了原教材的部分内容。
重点扩充或增写的章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社会文献资源是一个整体系统，图书情报部门
的藏书是社会文献资源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
藏书建设实质上就是文献资源建设。
这是本书立论的基本点，也是贯穿于全书的主线。
而对这一观点的阐述，主要反映在第二章中。
　　二、文献资源整体化建设和分工协调，是当代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
同时，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也是近几年来文献资源建设最为重要的内容。
原教材对这部分内容反映不够充分，此次修订中将其列为一章(第五章)，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三、馆藏文献的剔除在原教材中曾列有一节，但对“藏书剔除理论的发展”、“藏书剔除的标准
、方法”、“贮存图书馆系统”等重要问题未能涉及或阐述不够。
在这次修订中，参考国内外有关文献作了补充，并将这部分内容独立成章(第九章)。
　　四、对馆藏文献进行评价的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是近年来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书独辟一章(第卜章)进行阐述。
由于这方面的研究尚在起步，资料不多，故本书中这部分内容也比较单薄。
　　本书在修订、编写过程中，参考、引用了一些学者的论著和文章，在此谨向这些同志表示感谓。
为避免冗余，对原教材中已列出的参考文献，本书一般不再列出，特此说明。
　　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本书肯定有不少疏漏和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199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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